
谁的本领大教学设计(通用5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下面是小编帮大
家整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谁的本领大教学设计篇一

纸是幼儿日常生活所熟悉的东西，幼儿常常用来画画、写字、
做手工作品。在观察中我发现大班下学期的幼儿在创造思维
（主要是求异性和发散性）上有了明显地发展，他们已不满
足于已经发现的几种玩法、用法，而是喜欢去探索新的方法，
去重新利用旧的事物。例如：中班玩纸时，幼儿常用平面的
纸当扇纸；到了大班下学期，如果再请他们做善子，则多数
采用摺摺皱的方法。

1.乐意参加操作活动，养成实事求是的态度。

2.在探索过程中，懂得纸的承受力和受力面积和支撑点有关。

3.学习记录并培养合作精神。

4.培养幼儿对事物的好奇心，乐于大胆探究和实验。

5.激发幼儿乐于探索科学实验的乐趣。

1.书本每组610本（两人一组）

2.长方形似名信片的纸若干，硬纸板若干

m

3.双面胶若干、磁铁若干



4.记录纸每组一张（如图）

1.小朋友们，今天我们来说说纸，我们见过有哪些纸？这些
纸可以用来干什么？（写字、画画、擦窗、做纸工、看报纸）

2.你们知道吗？有人说两张纸可以做桌子，一张做桌面，一
张做桌腿组合成一张一条腿的桌子，在这张纸桌上能放上很
多很多的书。你觉得这件事，是真是假？为什么你觉得是真
或是假？（幼儿明确的阐述自己的理由）

3.你们有什么办法来证实这件事的真假？

小结：小朋友想用实事求是的办法来试试。谁说得对，谁说
得错？

1.无论真假，让我们一起来试试做纸桌的一条腿，让腿能站
稳。

2.幼儿每人一张纸，尝试用折卷的方法让桌腿站起来。

3.集中讨论：我的纸桌站起来了（幼儿用语言表述或结合实
物表述）；教师用一张硬纸做桌面，检验纸桌是否能站立。

用折的方法：将纸对折立起来变型，写在黑板上，并让幼儿
取名更容易记小山型

用折的方法：将纸折两折变成门型

用折的方法：将纸四折变m型折扇型

用卷的方法：将纸卷成圆柱型

4.将这些典型方法以记录纸的格式画在黑板上

1、试试在纸桌上轻轻地平放书本，看看哪种形状的桌腿最牢，



桌面上放的书本最多？并将纸桌承受的书本数记录在记录表
上。

2、鼓励幼儿尝试实验各种形状的桌腿承受力的本领，教师巡
回指导。

3.教师示范并证实探索结果

1、纸的本领很大，通过折、卷的方法，改变它原来的形状后，
可以站起来，变成一张桌子。

2、小朋友想出了各种方法来造各种形状的纸桌，发现圆柱体
的桌腿比型、门型、m型的桌腿都牢，桌面上放的书本数量多，
承受重量的本领最大。得出结论：因为圆柱体围起来在上面
形成了一个面，叫支撑面，有了这个支撑面就可以放很多东
西了。

3、还有什么形状的桌腿也像圆柱体的桌腿一样，有一个支撑
面，在桌上可以放许多书本呢？幼儿再次探索。

4、教师演示折成三棱柱型的桌腿，放上一筐积木一杯水，证
实朋友说的话是可信的。

5、小结：有时听别人说的话，你觉得有点信、有点不信，最
好呢！我们去动手试试，因为事实会告诉我们什么是正确的、
什么是不正确的。

幼儿的科学教育是科学启蒙教育，重在激发幼儿的认识兴趣
和探究欲望；科学教育应密切联系幼儿的实际生活进行，利
用身边的事物与现象作为科学探索的对象；并要尽量创造条
件让幼儿实际参加探究活动，使他们感受科学探究的过程和
方法，体验发现的乐趣。因此，我把《纸儿力气大》活动目
标设定为：愿意积极想办法，让纸张站立起来；通过实验，
了解纸的承载力；能用完整的语言表达交流探索的过程和结



果。

为了帮助幼儿了解纸具有承载力的这一科学现象；同时鼓励
幼儿大胆尝试，积极参加探究活动，体验成功的乐趣。

活动中，我为孩子提供较厚一点的彩纸，用竞赛的形式，鼓
励幼儿积极动脑，用各种办法将纸站立起来。请你想办法让
纸站立起来，比一比看谁让纸站立起来的办法多。孩子们积
极动脑筋，想办法。我为孩子的探究活动创造宽松的环境，
让每个幼儿都有机会参与常识、支持、鼓励他们大胆提出问
题，发表不同的意见。孩子反复利用废旧挂历纸进行操作
（活动前我经过反复实验，这种纸比较适合操作），既可以
达到探索的目的，又不浪费资源，还帮助幼儿树立了废旧物
品再利用的意识，一举三得。因此幼儿想出了许多的办法让
纸站起来，请幼儿说说自己让纸站立起来的方法时，幼儿就
有话敢大家和说，也愿意和大家分享。了解纸的承载力对于
幼儿来说比较抽象，为了突破这个难点，我首先让幼儿猜测
将书放在站立起来的纸上会怎样？有的说书会倒，有的说书
不会倒，我并没有作答，而是让幼儿实验，通过实验幼儿了
解了站立起来的纸能承载书本。这时，我不失时机地向孩子
介绍了纸折叠后具有承载力的特性。

整个活动环节紧凑、紧紧围绕目标。通过让孩子多次动手操
作，一步步理解了纸折叠后具有承载力的特性。但也有不足
之处，如：集体交流，请你说说自己的发现，为什么有的书
放在站起来的纸上纸会倒下，有的纸仍然站立着呢？孩子说
的不是很明白，我的小结也没有说好。应该是：每张站立起
来的纸折叠方法都不一样，有的承载力大，有的承载力小。

在游戏：比比哪种站立方法承载力最大中，由于材料太多，
幼儿操作不方便，弄的桌子上的到处都是书，可改为几人一
小组合作操作，并记录下来，然后在实验后让每组派一名幼
儿在集体前交流自己一组的发现等等，这样效果会更好，这
些细节在以后的活动中是我所需要注意的。



谁的本领大教学设计篇二

片段（1）

出示插图1

师：小朋友知道太阳有什么本领吗？

生：太阳能带给我们温暖。

生：没有的太阳，我们的地球会一片黑暗。

生：太阳还可以为我们做事，我家就装着太阳能热水器，洗
澡不用烧水，靠阳光就行了。

师：是吗？那风有什么本领吗？小朋友知道吗？

生：夏天，风能带来凉快。

生：有了风，我们就可以把风筝放上天。

生：风还可以发电。

生：（略）

师：书上的那句话就是讲了刚才同学们表演的？

出示：……都说自己的本领大。师：谁能把这句话给读好了？

片段（2）

出示插图4

师：看见风能让船儿驶得飞快，太阳心里在想些什么？他会
对风说些什么？



生：没想到，风的本领也挺大的嘛。

生：太阳在想，风的本领不比我差。生：太阳这时可能会说，
真是天外有天，人外有人。

师：谁来做一回太阳，翘起大拇指夸夸风？

生：风啊风，你的本领也真大。刚才我小看你了。生：风啊
风，你能让船开的飞快，本领可真大。

师：风听了会说什么呀？

生：风也会翘起拇指说，不，太阳，你的本领真大，我可要
像学习。

生：风可能对太阳说，以后我们不要再比了。太阳肯定会同
意的

太阳和风各自有什么本领，唤起学生已有的生活经验，再与
精美的插图想结合，透过画面在头脑中出现广阔的空间，动
态的情境的创设，为学生搭建过渡的知识桥梁，了解了太阳
和风各有各的本领后,在理解他们比什么，怎么比,比的结果
的基础上，再次利用插图夸夸对方,帮助学生更好的理解了课
文的内涵,明白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优势,悟出了天外有天,人外
有人的道理。

谁的本领大教学设计篇三

第三天，风遇到了太阳，他们会干什么呢？这个问题的设想，
延伸了故事情节，想象太阳和风以后的事情，诱发学生续遍
故事的兴趣，发展学生的思维能力,丰富故事的内容。

真的，有时不能小看插图，它是学习中一抹亮丽的色彩



谁的本领大教学设计篇四

生：这两幅图都画着太阳公公和风婆婆。

生：第一幅图，太阳和风都翘起了大拇指。第二幅图上只有
太阳翘起大拇指。

生：第一幅图的两个大拇指，是奖给他们自己的。第二幅图
的一个大拇指是奖给风婆婆的。

师：咦？太阳怎么会把大拇指奖给风的呢？这到底是什么原
因呢？赶快把书打开吧！认真读了，我们会找到答案的。

问题的诱惑，学生急不可待的打开书，尽情地大声读起课文
来，朗朗读书声充塞着我的耳膜，两幅图的差异，引起了学
生阅读的冲动，好奇心驱使他们自主地投入到学习中来。

在平时，我感觉学生的预习的兴趣高于精读课文，喜欢的故
事在他们一遍又一遍的朗读中渐之淡漠，细算预习时读5遍课
文，第一教时又读至少4遍，在精彩的故事都会没有了味。阅
读期待是满足学生好奇心的一个重要的心理取向。今天利用
插图对比，提出了一个统领全文的问题：“太阳为什么把拇
指奖给风？是什么原因让他的态度有这么大的改变？激起了
学生思维的浪花，带着这个问题，学生乐读，爱学。

谁的本领大教学设计篇五

?谁的本领大》是一篇寓言故事,讲的是风和太阳开始都认为
自己本领最大,两次比本领后双方都悟出了道理.告诉我们每
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和本领,一定要全面正确地认识自己和看
待别人.课文情节紧凑,富有戏剧性变化.人物形象鲜明,语言
活泼,颇有个性,适合让学生朗读体验.

谁能让船走得快时，首先我引导学生抓住“得意”一词，指



导学生读出太阳获胜之后的洋洋得意，不把风放在眼里的傲
慢自大的神态。“可是”、“越强”、“越是热得难
受”、“惊讶”等词表现出其结果出乎太阳的意料，还暗示
了太阳在比赛中感情的变化，引导学生反复读，好好体会。
而读“风推着帆，帆带着船，像箭一样飞快地前进”这句话
时，语速快些，让人感觉到船夫“高兴”，风也“高兴”，
与太阳的做法的结果形成对比。

在此基础上，再去指导朗读、讨论，学生感受到了人物鲜明
的形象，语言的生动活泼，从而一步步感悟出每个人都有自
己的长处和本领的道理。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